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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课程开发的缘由壹



针对中小学提供天文教育课程及环境建设

针对有需求的中学提供较进阶的天文课程及设施建设

尝试为高校专业天文教育课程提供技术及开发服务

* 提供科普级的短程天文课程

* 为教培机构提供定位素质教育的商业融合天文课程及环境

天文特色的研学及游学活动

2020年在NADC支持下进入到天文教育领域



为教育用户提供天文教学环境和系统方案

教学组成：
天际穹顶 教学培训 星空弧幕  VR/AR  科学观测  K12教学 在线课程 科技制作 融合交互 游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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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真实天文科学数据
• CDS、CNES、NASA、ESAC、

JAXA
• 盖亚天文卫星
• 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
• 新视野号
• 北京-亚利桑那巡天（BASS）
• 哈勃空间望远镜（HST）
• 斯隆数字化巡天（SDSS）
• 郭守敬天文望远镜（LAMOST）
• FAST
• ……

丰富的技术体系
• WWT系统
• VR&AR方案
• 智慧教室融合方案

严格的课程内容梳理把关
•  科学顾问团队
• 教育顾问团队
• 紧跟大纲要求

多种教学模式
• PBL
• 翻转课堂
• STEM

课程内容持续更新
• 课件持续更新

• 紧跟最新科研活动



提供融合天文课程体系



问题&契机

• 天文教育未在主航道；借助竞赛牵引力不足

• 天文课程开展有难度，教学落地要求高

• 课程开发及制作成本高，周期长

• 缺乏专业教师，越下沉越明显

• 课程培训难度大，成本高

• 现有学校天文教育多侧重社团化



AI天文课技术汇报贰



古老的科学牵引着前沿的技术：天文教育也应该是

• 易用的软件系统（SAAS）让课程开发流程化

• 内容资源模组化，后续课程调整简便

• 云端部署+现场助教，保证教学质量，降低课程落地难度

• 更多的互动方式让教学过程更加有趣

• AIGC等技术的应用降低制作成本，丰富教学模式

• 硬软结合、新技术应用提供更多教学可能

• 支持更多场景的教学模式



生成式AI为课程制作带来巨大便利

老师确定主题，“文心一
言”补充灵感，通过人与
AI对话，确定课程主题，
基于“文心一言”快速的
文案生成能力，辅助老师
在短时间内完成课件文案，
包括文档、PPT、字幕、
配音

“文生文”

“文生图”

在主题和内容上，基于“文
心大模型”里的“文生图”
模式，为老师生成定制化图
片，辅助老师完善图像素材。
未来还可以制作一定的视频
内容。基于数字影像人技术，
更可以快速生成授课视频



生成式AI拓展了课程制作、教学中很多应用形式

“文心一言”生成课件逐字稿，老师进行添加、修改，实现人工+AI文案制作模式

before

向“文心一言”提出要求 “文心一言”生成内容

     文心一言根据
老师要求，依照
老师的逐字稿，
模仿老师的语气
秒速生成后续逐
字稿，老师则根
据AI生成的文案
进行校对与修改。
达到快速完成课
件文案的写作、
提高效率的目的。



AIGC会在未来大大降低课程制作特别是素材制作的难度

“文心一格”根据老师的要求生成定制高清图片，节省搜图时间

before

提示词：“金色边的白色盘子盛

着透明渐变蓝色小甜点，透明胶

状质地，多个淡粉色、淡蓝色的

花朵点缀在小甜点上，折射出玲

珑剔透的感觉。”

提示词：“泛着荧光的萤火虫在深

蓝色的湖面上飞舞，平静的湖面上

被洒下了星光点点。旁边的树梢露

出一两个枝头，枝头上停留着一只

小鸟的背影。画面精致而又唯美。”

提示词：“傍晚，阳光穿透了森林，在

森林的下面是用绿色水藻铺满了的湖面，

湖面上有相交的木制路面，一艘木船在

湖面上行驶着，木船上有一位穿着白色

纱裙的仙女，衣裙随风飘扬。”



数字影像人&文生图像的发展为课程开发提供极大便利性。

对于教学应用来说，2D模式的数字影像
人就已经满足绝大部分的教学场景，显著降
低对于视频录制的要求，并降低后期视频处
理的成本

可以使用公版模型，也可以订制模型。

目前国内文生影像还在内测中，但应该在可预
见的未来逐渐成熟。

借助小度OS等语音系统实现语音输入及系统互
动+生成式AI的文生文完成内容产生+文生影像的
结果输出，影像人可以满足相当多的互动需求。



AI天文课程制作系统的逻辑

01

课程主题

02

内容完善

03

在线编辑

04

发布反馈
老师规划课程主题、
课程目标、内容大纲。
（借助生成式AI的智
能搜索，可以扩展思
路，获取辅助信息）

利用A文生文、文生
图、文生影像能力，
老师可高效率整合
资料，完善课件逐
字稿、PPT、配音、
字幕、视频制作

汇总课程素材，将
文字及多媒体素材
提交，填充教学、
游戏、任务等各环
节。并在教师端完
成环节自测

试发布制作完成的课
件，在终端完成课程
整体流程测试，有需
要的可以试听、试讲
随后完成改进、调整，
最后课程成型

反馈调整



课程制作无需安装软件，通过在线平台（SAAS）完成

课程信息

台词脚本

场景视频

发布课程

反馈调整



制作平台界面

Home：主界面
语音模式：输入文本，AI朗读
备课模式：预览课程



制作平台界面

课程信息：课程介绍
台词脚本：编辑游戏、任务、普
通台词
场景视频：视频上传



制作平台界面

包含四个模块

班级组件
台词
游戏
任务



制作环节全部都是菜单式服务模式

班级组件 台词 游戏（20+） 任务（20+）



课程制作准备阶段

1.输入对应的提示词，让生成式AI提

供资料、生成课程大纲，优化传统搜

索整理方式。老师在此基础上修改调

整

2.输入提示词，生成匹配的图片，整

理文本和图片，形成PPT等课件形式



课程制作演示

登录系统，完善课
程信息，填写课程
名称、课程目标，
对应年级、分类、
学程、序号及分组
名称和图标。

进入台词模式，在班级组件
中点击“+”即可添加欢迎
页面、分组结果等课程组件，
无需老师设计内容，每个组
件有预设的视频播放。



课程制作演示

添加台词，此部分后续在场
景视频中添加视频素材即可，
根据需要切断视频、添加问
题互动

添加游戏环节，目前提供20多种互
动游戏供老师选择，包含对抗型、
抢答型、任务型，每个游戏内需设
置题目，编辑题目后即可运行游戏，
目前有选择题、语言问答题、语言
评测题三种题型支持答题器模式。



课程制作演示

添加教学任务环节，目前有20
多种任务可供选择，老师设置
助教提示、任务标题、任务提
示等，上传需要展示的多媒体
和文本素材即可运行

进入场景视频，在台词模块上
添加所需视频的地址，添加完
毕，保存发布，即完成课程制
作



制作过程简介视频



上课所需的硬件（工程验证机阶段）

控制主机、摄像头、答题器、智能终端（手机、PAD）



上课输出环境（工程演示）
Ø 教学大屏或投影，基本适配现

有教学环境，需要支持HDMI
数据连接。

Ø 需要稳定的网络，推荐有线，
支持无线，后续工程机支持5G
方案。

Ø 如果能部署摄像头，可以启用
系统中“精彩瞬间、动作识别、
远程点名”等需要大范围视觉
识别的功能。

Ø 演示版本主要是针对低幼年龄
组的抢答器模式，还有采用
PAD等智能终端的版本，支持
图像识别、融合互动等更丰富
的教学模式



教学过程简介

1.开机进入系统
2.打开助教端app，点击正式上课后，选择课程，输入投屏
码，系统自动分配

3.助教端老师
点击“测试”，
学生测试终端
是否良好（示
图展示的是答
题器版的声音
识别和弹幕）

4.点击下一场景，进入分组对抗环节，
系统将学生自动分成两组，各组同学在
课堂上进行pk（目前最多支持8组）



教学过程简介
5.课程进行到中间，会根据设定进入不同
互动（游戏）环节，巩固知识点、拓展思
维；老师点击开始游戏，学生利用答题器、
PAD参与互动（游戏）。

互动模块（游戏）分为语音问答类、语音
评测类、选择题、图像判别。目前提供20
余种适配答题器的互动模式。

6.课程会设置开放性任务，老师根据助教端app
提示词进行操作，组织学生现场参与开放任务。
环节中支持弹幕、点赞、踩等互动形式。

规划增加学生语音输入，借助生成式AI基于公
共数据库及学科数据库进行开放性问题的回答
和指导



课堂总结及教学测评

7.课程结束阶段，点击进入下一场景，系统将展示此次课程
中各分组积分、读书达人、以及系统判定的精彩时刻（需配
合摄像头）。

分组积分展示每一位学生的得分情况

读书达人展示得分最高的同学

精彩时刻展示学生的答题过程时的精彩照片

系统后台可以获取每位学生的详细信息，包括参与度、正确
率、专注度等内容



上课简介视频



目前的开发阶段及近期规划

• 课程开发平台已经较成熟，适配答题器的版本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可以非常好的支持小学2、

3年级以下开展教学。

• 正在完成适合答题器模式的小学卷课程开发，受人力限制进展较慢

• 适配PAD的简化版WWT正在开发中，满足重漫游、轻制作的教学模式。

• 马上会在北京、山东落地几个试点校开展教学实验，根据教学反馈调整。

• 下一阶段同联想合作开发基于PAD、智慧屏的环境模式，丰富教学模式，增加图像识别、虚

拟仿真技术应用，满足高年级教学需求。

• 规划同锐捷开发智慧教室等更大维度的AI教学模式，适合大学等有较高需求的教学场景。

• 联合天数，推出基于国产架构GPU的训练/应用平台。



问题及需求：

• 非常期待感兴趣的老师参与测试部署，完善教学应用

• 更加欢迎能一起进行天文课程内容开发

• 如果对基于PAD实现更加丰富教学模式感兴趣的老师，期待参与到跟联想

的系统开发中

• 特别是各位大学的老师，非常期待能输送人才，很欢迎接收大四及研究生

的实习工作，提供宿舍及实习补助，实习证明可以多方出具。

• 有需要进行新形式课程开发的老师，我们很愿意承接。



融科学·乐教育


